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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这几天，江苏无锡高架桥侧翻事件成了国
人关注的焦点。事故发生后，当地启动了应急响
应机制，全力开展事故救援。可是，在事故细节、
调查结果等还未有官方发布之前，部分社交网
络上却谣言四起，更有甚者，在官方通报之后，
仍未偃旗息鼓。

据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后，有人在网络上故
意对伤亡人数进行造谣，蓄意夸大伤亡人数，有
人传出了“四车总重 400 余吨”压垮高架桥的消
息，引发舆论关注，甚至有人在救援工作正紧张
进行时，传出一张事故救援现场的微信截图，并
附有“一个地级市的公安局长，带四百万的手
表，估计是忙得没记得摘下来”等谣言。

在这样一起令人痛心的安全事故面前，类
似谣言的出现，扰乱社会秩序、误导舆论、伤害
了民众的感情，是绝不可忍的。虽说“流言止于
智者”，但在关键时刻，面对谣言，不主动出击就

是对谣言的放任。为此，除了众多“机智”的网友
们主动辨别、上网揭破谣言的漏洞外，当地公安
机关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制止了谣言的散播，并
将谣言发布者传唤至公安机关。相信，等待这些
谣言发布者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网络谣言不是言论
自由，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面对网络谣言，
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对其持“零容忍”的态度。
作为公民个人和网站媒体而言，要不信谣、不传
谣、敢辟谣，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而对政府来
说，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权威信
息的发布速度快于网络谣言的传播，最大限度
公布事实、廓清真相，缓解民众情绪，只有这样，
才能挖去谣言根植的土壤，让谣言消散在阳光
下。当然，面对造谣者，相关部门依法制裁，对相
关责任人追责到底，绝不姑息。

钟陶行

漫画：吴玉涵

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奖赛作品展日
前在安徽合肥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以现金方式
向大赛获奖者现场发放数百万元奖金（特等奖每人
50 万元）的颁奖方式，在书法界引发巨大争议。（7
月14日澎湃新闻）

这几天，诺贝尔奖陆续揭晓，大家都在关注获
奖者以及其各自成就。试想一下，这时候，要是有一
帮所谓圈内权威人士，或者说业内评论家，跳出来
怒斥“大赛的赞助者始终透露出的是扑鼻而来的铜
臭气和一种窒息的味道”“以现金方式发放奖金这
种秀肌肉的做派，展现了主办方强大的经济实力，
可能因此就有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快感”，你会不会
觉得这些人疯了？说实话，这就是我看到那些批评
文章的第一感觉。

人家好好办一个书法大赛，兑现契约发放高额
奖金，怎么就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暴利概念对书法
界的侵蚀和凌驾”？怎么就成了“以资本对书家情怀
实行直接碾压”？难怪很多网友说，这些发文怒斥的
书法圈内人士，大概都是嫉妒没把 50 万大奖发给
自己吧？我不了解书法家是不是真的视金钱如粪
土，但这肯定不是现代人的正常思维，显得这些人
好像多么痛恨金钱似的，未免过于虚伪。

大赛一等奖直接发现金 50 万元，厚厚的好几
摞，或许会有人觉得过于夸张，但这至少不是什么
罪过。因为没转账而是发现金，所以就成了“精神和
文化的扭曲”，这高帽子是不是戴得更为夸张呢？现
金是钱，支票不也是钱么？更何况，书法本身已经比
较小众，一个书法大赛要办出影响力，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发现金的视觉冲击力更强，若能借此吸引更

多书法艺术家都来参赛，也不失为一种宣传手段。
当然，拿钱办赛事实实在在支持书法艺术发

展，反而无故遭骂，该书法大赛还有没有勇气继续
办下去，不好说。基于此，舆论更有必要发出另一种
支持的声音，因为支持书法艺术发展，不是一帮满
嘴书法情怀的圈内人士，没事骂骂人就能有效的，
它需要举办一些有影响力的赛事，吸引更多人参与
其中——高额奖金不是不能有，而是可以有，甚至
是必须有。

钱从来就不是肮脏的东西，相反，包括书法作
品在内，金钱既是对艺术发展最好的支持促进手
段，也是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有效标准。书法大赛
凭什么见不得钱呢？既要艺术作品高雅脱俗，又要
艺术家安于贫困耻于谈钱，这才真正是“对书法界
的侵蚀和凌驾”。 舒圣祥

书法大赛凭什么见不得钱？

框定“知名专家”
更需打击虚假宣传

日前，山东省出台《山东省公立医疗机构知
名专家诊察费管理办法》。办法明确规定了知名
专家入选条件、知名专家诊察费价格制定、知名
专家门诊设立要求、知名专家管理、监督及处罚
等,该办法的出台,进一步体现专家技术劳务价
值，规范知名专家诊察费价格制定和管理。（10
月13日《工人日报》）

当前，很多医院都有自己的“知名专家”，即使
是很小的民营医院，也可以请来“知名专家”坐诊。
并且，医生只要一沾“知名专家”的名头，诊疗费也
会随之上涨。患者无法准确掌握医生相关背景，也
不知道不同名头之间的区别，因此别人说啥就只
能信啥，很多患者因此付出了看“知名专家”的成
本，却没有得到与这个名头相适应的服务。

部分医院靠“知名专家”吸引患者，是十分常
见的现象。但另一方面，这些“知名专家”究竟是
什么来头，有时可能连医院自己说不清道不明，
因为“知名专家”没有具体的评定标准，多出于医
院的主观判断，有些甚至是当事人自封的名头。
如今，山东省出台管理办法，明确达到了什么条
件方能入选“知名专家”，有利于治理“知名专家”
过多过滥等现象，从而净化医疗环境，维护患者
利益。

但也要看到，“知名专家”并非法定称谓或法
定职称，而是一个概念模糊的口头称谓，既然如
此，这个名头就注定不会像教授、副教授、主任医
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等法定称谓与职称那
样，有一个统一的评定标准，需要履行严格的评
审过程，且每一个字都不能更改。给一个模糊概
念划定清晰的标准，就会出现难以操作等现象，
甚至引发争议。

更重要的是，随意给医生戴上“知名专家”的
名头，除了评定标准缺失外，相关医院的虚假宣
传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假如虚假宣传得不到治
理，即使“知名专家”这个名头因得到规范而不好
使了，医院还可以再创其他一些名头来吸引患
者，比如“著名专家”“知名学者”等，但无法为这
些名头都立一个标准。

可见，框定“知名专家”固然可以发挥出一定
作用，但前提是，必须强化对于医疗虚假宣传的
打击，否则，对于这个管理办法，轻而易举就能找
到变通之策。并且，在医疗领域，身份与职称方面
的虚假宣传只是一个方面，诊疗方法与疗效等方
面的虚假宣传则更为常见，在为医生的称谓正名
之时，也要为诊疗方法与疗效正名，只有全方面
名副其实，才能让医疗环境得到全面净化。

罗志华

医院来信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大家都懂，但面对
“走路能赚钱”的噱头，很多人却失去了辨别能
力。

以“趣步”为代表的“走路APP”之所以能异
军突起，受到众多网友青睐，原因有两个：一则，
网友加入这一“走路赚钱”事业的成本很低，每
个人只要转账一块钱就可以成功注册，然后每
月坐等分钱；二则，很多人都觉得反正自己锻炼
身体每天都要走上万步，可以很轻松地完成
APP的走路任务，即便不锻炼身体，每天正常的
工作、生活，也同样可以完成走路任务，那么这
样的钱不是不赚白不赚吗？

然而对于“趣步”等“走路APP”的开发运营
者来说，你一块钱，我一块钱，当参与进来的人
数达到几百万、几千万，这就是很大一笔钱了。
同时这些 APP 还推出了各种名目的虚拟货币，
以持币越多、分红越多为诱饵鼓励网友花钱购
买，收入同样不菲。但这样的生意模式，说到底

并没有实体经济的作为后盾，是以不断拉人头
来维持下去的，一旦后面加入的网友少了，资金
链就会面临断裂的风险。但是后续加入的网友
多与少，资金链是否要断裂，普通网友根本不知
情，只有运营者才知道，这时候运营者卷款跑
路，就成为大概率事件。

按照相关业内人士的分析，像“趣步”这样
的“走路赚钱”软件，其经营模式不但已经涉嫌
传销，而且还涉嫌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每一项
都是“重罪”。先不说无数网友为了块儿八毛的
钱天天关注 APP 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这种

“庞氏骗局式”的生意不被尽快查处和遏制，势
必引来更多的效仿者，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后
果。

没人指望天上会掉馅饼，但面对令人眼花
缭乱的互联网产品、手机APP，我们同样要保持
理性，远离“走路赚钱”这样的“好事”。

苑广阔

百姓话语

别打着言论自由旗号行“传谣”之实

不吐不快

天上不掉馅饼
走路也不能赚钱钱

当“走路就能赚钱”这个噱
头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个吸
引力应该仅次于“躺着就能赚
钱”。在众多打着“走路赚钱”旗
号的手机软件当中，“趣步”这款
APP可谓异军突起，今年初还一
度登上了某手机应用平台市场
生活类下载量第一的位置。然而
近日，“趣步”却因涉嫌传销、非
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被
长沙市工商部门立案调查。（10
月14日中国新闻网）


